
1

第2期（总第37期）

人工智能术语研究阶段性成果

2024年第 2期（总第 37期）

REPORT





01

第2期（总第37期）

人工智能术语研究阶段性成果

CISS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项目术语工作组

一、武器（系统）

1.武器

泛指用于攻击或保卫自身的作战器械与装置，被用于直接杀伤敌

人的有生力量、破坏敌方设施的器械、装置，或在遭受进攻时进行防

御的器械、装置，可区分为攻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两类。

武器装备：武器装备是作战人员用于执行和保障作战行动的武

器、武器系统以及相关的其他军事技术装备的统称，是进行战争的重

要物质基础，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力量，是完成各种军事行动的

重要支撑。a

军械：军械主要包括枪械、火炮、弹药、战术导弹、光学仪器

（侦察器材，如望远镜、潜望镜、炮队镜、高炮指挥镜等）、瞄准器

材、测角器材、通用雷达、指挥仪、移动电站、防暴器材、冷兵器b

等一系列用于军事目的的武器与装备。

弹药：指含有火药、炸药或其他填充物，能够对目标造成损害或

完成其他战术任务的物品。这包括炮弹、火炮炮弹、手榴弹、步枪榴

弹、航空炸弹、火箭、导弹、鱼雷、水雷、地雷等，以及用于狩猎和

射击运动等非军事用途的礼炮和弹药。c

a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ilitary China,《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国总

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发布，2011.

b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 (2016).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c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 (2016).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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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给军队配备的武器、军装、器材、技术力量等。d

2.武器系统：

由若干功能上相互关联的武器、技术装备等有序组合，协同完成

一定作战任务的有机整体。e

不可接受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根据《中国关于“致命性自

主武器系统”问题的工作文件》f，中国认为“不可接受的”自主武器

系统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1）致命性：即具有足以致命的载荷和手段；

（2）全自主性：即在执行任务整个过程中均无人的介入和控制：

（3）无法终止性：即启动后没有终止手段；

（4）滥杀性：即不分条件、场合和对象，自动执行杀伤任务；

（5）进化性：即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通过自主学习，实现功能

扩展和能力进化，且超出人的预测。

“可接受的”自主武器系统：具有较高的自主程度，但应始终处

于人类控制之下，且可被安全、可信、可靠、可控地使用，人类可随

时中止其运行。在军事行动中应能够遵循区分、比例、预防等国际人

道主义法基本原则。g

3.非致命性武器  

非致命性武器是军队等强力部门在执勤、处突、反恐等任务中广

d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 (2016).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e   https://www.term.org.cn/CN/abstract/abstract11322.shtml
f   https://documents.unod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Working-Paper-of-the-

Peoples-Republic-of-China-on-Lethal-Autonomous-Weapons-SystemsChinese.pdf
g   中国关于 “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 ” 问题的工作文件，2022 年 7 月，https://

documents.unod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Working-Paper-of-the-Peoples-
Republic-of-China-on-Lethal-Autonomous-Weapons-SystemsChinese.pdf



03

第2期（总第37期）

泛使用的武器，在不致命的前提下使目标快速失能并且失能后果具有

最大概率的可逆性。非致命性武器提供了以最低限度的武力开展行动

的能力，控制了暴力和防止不必要的附带伤亡和破坏。h

二、智能/自主平台（系统）

4.机器人

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既可以接受人类指挥，又可以运行预

先编排的程序，也可以根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机

器人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或取代人类的工作，例如生产业、建筑业，或

是危险的工作。i

5.智能武器

是指配备了人工智能（AI）、传感器、自动化系统等使其具备一

定程度自主决策、目标识别、跟踪和攻击能力，用于实施和保障战斗

行动的武器、武器系统和与之配套的其他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这些

武器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不同程度地提高作战效率和精度，并减

少对人为操作的依赖。所谓智能是对人的能力延伸和发展，是人机交

互环境中的一部分。人作为军事活动和智能活动的主体，对自主化程

度较高的智能武器系统应拥有必要的干预能力。j

6.自主武器系统

关于“自主性”，其主要目的应是降低军事行动中武器系统对人

类及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提高对复杂动态环境的适应性和战场生存

h   赵陕东，马永忠.非致命武器与警用器材[M].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2005 ：45-46.
i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三版）》，科学出

版社，2018年，第460页。

j   结合过去20年中国学者观点，并基于智能武器基本逻辑进行编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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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更好地完成人类赋予的任务。应根据不同场景、不同程度的

自主能力，有针对性规范相关武器系统的使用。如果自主能力未用于

杀伤链（例如用于情报搜集和侦察的无人机），即使一些武器系统自

主程度很高，其所具有的自主性也不会引发人道主义关切。

武器系统杀伤链包括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等多个关键环节，

在某些环节具有自主功能的武器系统并不必然导致滥杀滥伤。因此，

笼统地推出禁止或限制措施或将损害各国正当国防能力，甚至损害各

国和平利用相关技术的权利。各方应考虑将自主武器系统分为 “不可

接受的”和“可接受的”两类，对“不可接受的”部分加以禁止，对

“可接受的”部分加以规范，以确保有关武器系统安全、可靠、可控，

遵循国际人道法及其他适用的国际法。k

——《中国关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问题的工作文件》

7.集群智能/群体智能

人工智能集群l：遵循统一控制的，人工智能计算功能单元的

集合。

注1：人工智能计算功能单元可包含人工智能加速处理器、人工

智能服务器、人工智能加速模组等。

注2：当由人工智能服务器组成时，人工智能集群可称为人工智

能服务器集群，其中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称为节点。

群体智能m ：群体智能（swarm intelligence, SI）也称为集群智能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CI） ……对于一个由众多简单个体组成的群体，

k   Working Pap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9 August 2022，https://docs-library.unoda.org/Convention_on_Certain_Conventional_
Weapons_-_Group_of_Governmental_Experts_(2022)/CCW-GGE.1-2022-WP.6.pdf
l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GB/T 41867-2022）》，2022年10月12日发布（2023

年5月1日实施），第1页。

m   张国辉、文笑雨：《群体智能》，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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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个体具有能通过彼此间的简单合作来完成一个整体任务的能力，

则称该群体具有“群体智能”……群体智能的核心是由众多简单个体

组成的群体能够通过相互之间的简单合作来实现某一较复杂的功能，

完成某一较复杂的任务。群体智能可以在没有 集中控制并且缺少全

局信息和模型的前提下，为解决复杂的分布式问题提供了可能。

8.无人系统

无人系统指配备必要的数据处理单元、传感器、自动控制和通信

系统，能够在无需搭载人类操作员的情况下发挥其力量执行指定任务

的机电系统。

9.无人（作战）平台

无人作战平台是指在没有搭载人类操作人员的情况下执行作战任

务的一种武器系统。

10.无人空中平台（无人机、无人驾驶航空器、遥控驾驶航空器）

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没有机载驾驶员且自备动力系统的航

空器。n

遥控飞机：由遥控站操作的无人驾驶飞机。遥控飞机是无人驾驶

飞机的一个子类。o

11.无人地面平台（自动驾驶车辆、无人驾驶车辆）

无人地面平台是地面作战的重要力量，能够在没有搭载人类操作

员的情况下执行各种任务。

n   国务院、中央军委 .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31 May 2023, 
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06/content_6888799.htm.
o   Civil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Air Traffi c Management Measures, https://jxj.

beijing.gov.cn/zwgk/zcwj/bjszc/201911/t20191113_26742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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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无人水面平台（无人水面艇）

 无人水面舰艇是一种具备自主航行能力、通过搭载任务载荷来执

行相关任务的水面舰艇。

13.无人潜航器（遥控水下潜航器、自主/自治水下潜航器）

无人水下航行器是一种无需搭载人类操作员，可以自动执行任务

的水下航行器。

三、智能/自主技术

14.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

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

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全面反映人类智能的第三代技术。第一代利用

知识、算法和算力三个要素构造，第二代利用数据、算法与算力三个

要素构造。为了发展安全、可信、可靠与可扩展的 AI 技术，要同时

利用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构造。——张钹、朱军等，《迈向第三

代人工智能》

15.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指通过计算技术优化模型参数的过程，使模型的行为反

映数据或经验。p作为一门学科，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涉及

统计学、系统辨识、逼近理论、神经网络、优化理论、计算机科学、

脑科学等诸多领域。机器学习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

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erminology” (GB/T 41867-
2022) issued on May 1, 2023, Chinese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https://std.
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866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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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

善自身的性能，也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基于数据的机器学习是现

代智能技术中的重要方法之一，研究从观测数据（样本）出发寻找规

律，利用这些规律对未来数据或无法观测的数据进行预测。q

16.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通过训练具有许多隐层的神经网络来创建丰富层次

表示的方法。

注：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集。——《国家标准｜ GB/T 

41867-2022》

深度学习：根据学习方法可以将机器学习分为传统机器学习和深

度学习。深度学习是建立深层结构模型的学习方法，典型的深度学习

算法包括深度置信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受限玻尔兹曼机和循环神经

网络等。深度学习又称为深度神经网络（指层数超过3层的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由Hinton等人于2006

年提出。深度学习源于多层神经网络，其实质是给出了一种将特征表

示和学习合二为一的方式。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

17.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由加权链路且权值可调整连接的基本处理元素的网

络，通过把非线性函数作用到其输入值上使每个单元产生一个值，并

把它传送给其他单元或把它表示成输出值。

注：虽然某些神经网络旨在模拟神经系统中神经元的功能，但大

多数神经网络用于人工智能以实现连接模型。 ——《国家标准｜ GB/

T 5271.34-2006》

q   中 国 电 子 技 术 标 准 化 研 究 院 Chinese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 
(2018). White paper on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standardization,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版）, http://www.cesi.cn/201801/35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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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由一层或多层神经元组成的网络，通过权值可调的

加权连接，接收输入数据并产生输出。

注 1：神经网络是连接主义方法的一个突出例子。

注 2：虽然神经网络的设计最初是受生物神经元功能的启发，但

大多数神经网络的研究不再遵循这种启发。 ——《国家标准｜ GB/T 

41867-2022》

18.自主控制

自主控制是在没有人的干预下，把自主控制系统的感知能力、决

策能力、协同能力和行动能力有机的结合起来，在非结构化环境下根

据一定的控制策略自我决策并持续执行一系列控制功能完成预定目标

的能力。

自动控制r ：在没有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外加的设备或装

置，使机器、设备或生产过程的某个工作状态或参数自动地按照预定

的规律运行。

自主控制系统s ：通过计算机、伺服执行机构、传感反馈机构、

稳定校正环节、数 - 模及模 - 数变换与分时采样通道、支持软件等构

成的能实现自稳定、自调节、自录最优、自适应等功能的系统。

19. AI生命周期

AI生命周期指从 AI 项目概念阶段到部署和维护阶段结束的整个

过程。中国在《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21 版）》中引用国际标准

化组织和国际电工组织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人工智能分委会 (ISO/IEC 

JTC 1 /SC 42) 在   ISO/IEC 22989《人工智能概念与术语》中提出了人工

r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三版）》，科学出

版社，2018年，第451页。

s   卓名信、厉新光、徐继昌等主编：《军事大辞海（上）》，长城出版社，2000
年，第1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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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系统生命周期模型定义：

人工智能系统生命周期包括初始阶段、设计与开发、验证与确

认、部署、运行与监测、重新评估及退出阶段。该生命周期模型源于

系统和软件工程系统生命周期，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人工智能领域特

性方面，包括开发运营、可追溯性、透明度及可解释性、安全与隐

私、风险管理、治理等。t

四、行动与控制

20.指挥链

指挥链在中文语境中称指挥关系（command relationship）。通常情

况下，指挥链或指挥关系是指从作战指挥高层延伸到基本作战单元的

这样一条持续的职权线。根据等级、编制序列和任务的不同对指挥链

上各级的指挥权限进行不同的职权划分，通常从上级到下级形成指挥

与被指挥关系。根据作战需要或部队编制调整，可能会进行指挥关系

转换，即改变原指挥关系，形成新指挥关系。

21.指挥控制（系统）

指挥控制是贯穿军事行动的一种重要工作。指挥员通过计划、指示、

指挥控制系统等手段，掌握、调配、协调、制约作战部队和作战行动，

以完成既定的作战任务。联合作战指挥控制，既包括对各种作战活动

的掌控调控，也包括对各种行为主体职能行使和权责关系的规制约束。

指挥控制系统是保障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对部队作战人员、作战

行动、武器系统等实施指挥、控制、制约的系统。根据应用层级的不

同，指挥控制系统可区分为战略、战役、战术级指挥控制系统。

t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21 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https://
www.cesi.cn/202107/7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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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决策点

中文语境中与决策点相近的概念是定下决心（decision-making），

它指的是指挥员在接受上级任务、领会上级意图后，结合对作战态势

的判断而作出的行动决定。

23.有目的的人类控制

这不是一个官方军事术语，是学者在论文中提出的概念。我们的

理解是，自主武器系统或致命性 AI 赋能武器系统在目标核查、锁定

目标、实施打击前等关键任务点，由人类进行最后确认，而不是完全

依靠传感器、自主武器系统、或致命性 AI 武器系统的预测或判断。

五、人机关系

24.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是指人类用户与软硬件单元结合的计算机系统间进行信

息输入和输出的交互活动，以协作实现符合人类需求的任务目标。在人

工智能技术的背景下，人机交互旨在研究和设计人类与计算机系统之间

的互动方式，通过智能技术提升人—机—环境的交互效率，使人类与计

算机系统之间的沟通更加自然和真实，其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自然语言

处理、语音识别、手势识别、情感计算、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u

25.可信赖的人工智能

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u   参考资料：《以人为中心的交互系统设计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8976-2003/ ISO 13407: 1999；范向民、范俊君、田丰、戴国忠：《人机交互

与人工智能：从交替浮沉到协同共进》，载《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9年第3期；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组编：《人工智能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中国人工智能系列白皮书——大模型技术（2023 版）》，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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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以保障社会安全、尊重人类权益为前提，确保“智能向善”，

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

步的方向发展。为此目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性、稳定

性、可解释性、可预测性、公平性和可靠性，提升数据真实性和准确

性，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确保人工智能始终

处于人类控制之下。v

透明性：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机制、运作过程、数据使用、行为

结果等能够被人类清晰地理解、解释并信任，主要可体现为算法的透

明性、数据的透明性、决策的透明性等，旨在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可解

释、可预测、可追溯、可审查、可问责。透明性有助于所有利益攸关

方清楚地了解人工智能系统的工作方式，但不得危害国家利益和人工

智能系统利益攸关方的利益。w

可解释性：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以清晰、易懂和有意义的方式向

人类揭示其推理、决策和预测过程，使人类能够理解并信任其作出的

行为或得出的结论。可解释性侧重于为人工智能系统作出的决策提供

可理解的原因，而不是尝试为“实现必要的优越特性”提供理由。x

v   参考资料：中央网信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3年10月；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中国人工智能系列白皮书——大模型技术（2023 版）》，2023年9月；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

的人工智能》，2019年6月。

w   参考资料：外交部：《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2022年

11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人工智能系列白皮书——大模型技术（2023 版）》，

2023年9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2019年6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行业自律

公约（征求意见稿）》，2019年6月。

x   参考文献：《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T 41867-2022，2022 年 10 月；ISO/IEC 22989: 2022 (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人工智能行业自律公约（征求意见稿）》，2019年6月；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可信人工智能白皮书》，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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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人工智能系统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的决策数

据集、处理过程和输出结果能够被记录、追踪和回溯，使人工智能系

统的决策结果可被人类理解和追踪。y

可靠性：人工智能系统在各种条件下持续有效地与其预设目标一

致地运行并获得期望结果的能力，既要有一定程度抵抗恶意攻击的能

力，也要有遇到严重问题时的退回机制。z

可预测性：人类能够预见并理解人工智能系统在不同条件下会

产生何种输出和行为，使人类能够对于拟产生的输出作出可靠的假

设，这要求人工智能系统的输出结果准确、可靠且可被重复，且能有

效抵御漏洞和恶意攻击。ヒaa

可控性：又称为“人类控制”，是指人类的判断应融入人工智能

系统的研发、部署和使用流程，使人类能够有效地指导、监督、评

估、干预、中止或终止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符合

伦理、法律和安全标准，同时建立问责机制，确保人类是最终责任主

体。フab

y   参考文献：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全国信标委人工智能分委会：《人

工智能伦理治理标准化指南（2023 版）》，2023年3月；《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领域

的新兴技术问题政府专家组2019年会议报告》，2019年9月。

z   参考文献：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全国信标委人工智能分委会：《人

工智能伦理治理标准化指南（2023 版）》，2023年3月；《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41867-2022，2022年10月。

aa   参考文献：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全国信标委人工智能分委会：《人

工智能伦理治理标准化指南（2023 版）》，2023年3月；《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术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41867-2022，2022年10月。

ab   参考文献：外交部：《中国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2021年

12月；外交部：《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2022年11月；国

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全国信标委人工智能分委会：《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标准

化指南（2023 版）》，2023年3月。

ヒ

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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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决策链

目标识别：根据各种传感器提供的目标信息，由人工智能系统

判定目标所处的环境、目标类别和类型以及目标敌我属性等。ヘac

目标确认：在识别目标后，人工智能系统对目标的身份和性质

进行验证和确认，以确保识别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并依据战争法

和交战规则确认目标是合法的攻击对象。

行动授权：基于明确的规则、目的和限制条件，将特定的行动

权限授予人工智能系统，使其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人类的监督和控

制下作出决策、采取行动或执行任务，确保任务安全且有效地完成。

决策确认：在人工智能系统作出决策后，通过一系列过程和机

制对该决策进行再次审查、核实和验证，确认决策的合法性、合理

性、可行性和潜在风险，保障决策能够实现预期效果，符合人类的利

益和目标。

任务终止：结束或停止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进行的任务。任务终止

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包括任务目标已实现、资源不足无法继续、出

现不可抗力的情形导致任务无法推进、任务本身失去意义和价值等。

任务重置：将一项任务恢复到初始状态或者重新设定任务的条

件、目标、步骤和资源，以新的方式或基于新的情况重新开始执行该

任务。

ac   熊武一、周家法主编：《军事大辞海》，长城出版社2000年版。ヘ

发表日期：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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